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散落着上散落着上

千座古廊桥千座古廊桥。。日前日前，，中宣部中宣部、、文化和旅文化和旅

游部游部、、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文物局印发《《廊桥保护三年廊桥保护三年

行动计划行动计划（（20232023——20252025）》，）》，提出开展廊提出开展廊

桥文物专项调查等桥文物专项调查等 1010 项主要任务项主要任务。。

廊桥为何受关注廊桥为何受关注？？它承载着怎样它承载着怎样

的故事的故事？？

中国廊桥是桥梁与房屋的珠联璧中国廊桥是桥梁与房屋的珠联璧

合合，，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和营造技艺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和营造技艺，，

也是世界文明宝库的一大奇观也是世界文明宝库的一大奇观。。古往古往

今来今来，，廊桥不仅联通了山路廊桥不仅联通了山路，，更因其遮更因其遮

风避雨的功能风避雨的功能，，渐渐成为当地百姓集渐渐成为当地百姓集

会会、、社交社交、、贸易贸易、、驿站的场所驿站的场所，，深深嵌入深深嵌入

生活生活，，成为集体记忆的象征成为集体记忆的象征、、地理文化地理文化

的标志的标志、、浓浓乡愁的载体浓浓乡愁的载体。。穿越历史穿越历史

的风雨沧桑的风雨沧桑，，廊桥的魅力依然让人神廊桥的魅力依然让人神

往往。。期待更多廊桥得到关注和保护期待更多廊桥得到关注和保护，，

更多积淀在乡土深处的文化基因得到更多积淀在乡土深处的文化基因得到

呵护和传承呵护和传承。。 ——编编 者者

初秋清晨，走进群山环绕的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地坪镇，

溪水边的空气带些凉意。沿着溪流向地

坪村前行，不远处一位老人正在桥边等

候，那是一座饱经沧桑的风雨桥。“我今

年 70 岁了，这座桥是‘看’着我长大的。”

地坪村村民粟朝辉带着记者走到桥上，

望着潺潺流水，思绪渐渐打开。

桥，见证美好

这座地坪风雨桥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又称花桥，因桥中有楼、楼

中设廊、廊中有画、青瓦覆盖、挡风遮

雨，故而得名。风雨桥长 57.61 米，宽

5.2 米，高 7 米，有 140 来年历史。近观

风雨桥，壁板穿枋上绘有人物彩画、卷

草花纹等图案，记载着侗族人民生活

习俗和英雄传说等内容。同时柱、枋、

栏杆等，全部用杉木穿榫构成，不用一

钉一铆。

风雨桥融入了当地村民的生活。

它曾是黎平县沟通广西三江的必

经之地，架通了村民穿越山间河谷的道

路，见证了村子的热闹时光。走上廊

桥，木地板上满是无数行人的脚底磨出

的印记；有些地方还留下深浅不一的圆

窝，那是来往的挑担客在桥上歇息时，

扁担支地磨出的印记……

它是村民们劳作后聚会的场所。

傍晚时分，做了一天农活的侗家人纷纷

来到风雨桥，用唱歌的方式消解疲惫。

身着民族服饰的侗族青年们，有的拿着

芦笙，有的拿着侗族琵琶，坐在风雨桥

的长椅上，用独具韵味的腔调，动情地

唱着民族歌曲，夕阳下的风雨桥，温暖

而热闹。

它还是当地人的“客厅”。村里上

了年纪的老人，也会常到风雨桥上坐一

坐，或聊天，或欣赏江景，这似乎已经成

为他们的日常。粟朝辉说，村里的大小

活动，都会在风雨桥举行。

桥，齐心守护

除了美好欢乐，这座风雨桥曾经被

洪水冲走的往事，也让粟朝辉印象深刻。

2004 年 7 月 20 日，地坪镇遭遇一

场大山洪，几百名村民用铁丝、抓钩加

固风雨桥。风雨交加之际，退伍军人

出身的粟朝辉和许多村民在桥两边坚

守。但桥还是被冲垮了，一阵轰鸣落

下后，风雨桥被巨浪裹挟而去。那一

瞬间，世间一切似乎都已停止。沉寂，

迅速被村民们的抽泣声打破。“快，快

把靠岸的柱子捞起来！”经过一下午打

捞，村民们共抢救起 2 根 20 米长的大

梁、8 根 8 米长的短木梁和 38 件构件，

其余大部分构件被洪水卷到下游都柳

江境内。

得知大部分风雨桥构件的下落，在

黎平县委县政府和相关部门组织下，几

百名村民放下手里的农活，跋山涉水几

十公里来到广西境内，参加搬运。粟朝

辉回忆，水浅的地方大家下河推拉，水

深的地方则轮换游着推、到岸上拉。经

过 10 多天时间，大伙儿像纤夫拉纤一

样，用绳索把打捞上来的 28 根大梁等

111 件构件，一根一根拉回村里，为后续

修复奠定基础。运桥的村民对沿途路

人说：“这是我们家乡的风雨桥、母亲

桥。我们要把它运回去，我们家乡不能

没有风雨桥。”

2007 年 6 月 ，地 坪 风 雨 桥 重 新 建

成。此后，地坪镇每年正月十四举办“花

桥文化节”，各族群众身着盛装，举办舞

蹈比赛、侗戏表演等，歌颂保护文物精

神，感谢党和政府为群众重建花桥。

桥，传承记忆

如今，牛羊的鸣叫，孩童的嬉笑，姑

娘银饰的叮当，男子汉脚步的杂沓，依旧

日复一日在风雨桥边响起。

“中心小学就在村子的下寨，过了

桥就是小学，风雨桥就像母亲一样，每

天默默地载着学生过河。”地坪村党支

部书记吴邦吉说。对老一辈地坪人来

说，这座桥见证着村寨的变化与发展，

陪伴着村民由咿呀孩童变为耄耋老人，

静静守望着大家。

“奶奶经常说，风雨桥是最美丽浪

漫的桥。和奶奶一起在桥上唱歌，是我

最开心的时候。”地坪村 7 岁的小学生

吴婉婷说，家里人告诉她，现在的风雨

桥是冲毁后在大家的努力下修复重建

的，每个人都要好好呵护这座桥。

伴随交通越发便捷，地坪村的游客

逐渐增多。为保护好地坪风雨桥，地方

完善保护举措，理顺保护、传承和发展

的关系。“一是防火；二是防雨。”吴邦吉

说，侗族大歌里面就有一句歌词是“地

坪花桥传万代”，他们一定会像爱惜自

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这座桥，让这座风

雨桥和它的故事传承下去。

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地坪风雨桥—

经风历雨 延续情缘
本报记者 苏 滨

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

局就廊桥保护联合发文，既说明廊桥

之重要，也反映出保护廊桥之迫切。

据 初 步 统 计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单位中共有 138 座不同类型的廊

桥，分布在 13 个省（自治区）。近年

来，受极端天气频发和人为活动增

强的影响，廊桥文物安全面临多种

威胁。一是突发性自然灾害，如台

风、洪水等气象灾害以及滑坡、泥石

流 等 地 质 灾 害 。 二 是 人 为 活 动 影

响，如乱搭乱建、刻画污损以及火灾

等。此外，很多廊桥经年累月受到

河水冲刷、虫害、微生物病害等因素

影响。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木质科学委

员会专家委员刘杰建议，需要对廊桥

分层次地保护与利用。比如，有些廊

桥的环境保存非常自然且原始，或者

极具历史价值，我们就要注意整体性

的保护，切忌用一些现代建筑与设计

的手段过分地干预这种历史的环境；

如果廊桥所在的环境已经出现了一些

变化，就要因地制宜地在廊桥的本体

和已经现代化的环境之间做好协调；

如果廊桥处在非常完善的交通线路的

体系里面，则要考虑对整个交通线路，

包括自然的山水环境进行整体性保

护。总之，对于廊桥保护，要根据不同

的情况做相应的方案，而且要更加注

重人的因素和廊桥的活化利用，真正

留住廊桥的乡愁。

如何在保护廊桥和发展乡村、满

足人们现代生活需求之间找到平衡

点？各地都在探索。

浙江庆元县建立了廊桥“管家”制

度，每一个文物保护单位都有一位文

保员，文保员需要定期、不定期开展巡

查，主要查看桥梁桥体稳固程度、廊屋

屋面是否漏雨、廊桥周边环境等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县文物管理委员

会，并记录巡查情况；浙江泰顺县上线

文化遗产（廊桥）监管保护平台，让古

廊桥有了一位 24 小时在岗且反应灵

敏的“保镖”，可实现廊桥体征精准画

像、1 公里集雨区气象预报、桥身温度

异常和烟雾警报、险情应急处置“一键

达”等功能。

近年来，福建宁德市通过实践授徒

传技，不断完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

老中青梯队人才建设，代表性传承人

从 6 名增至 23 名；通过开展“司法+保

险+服务”文物保护模式、配备安全防

护设施、实施文物预防性保护监测和

数字化保护、开展木拱廊桥保护立法

等形式，加强廊桥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留住廊桥的乡愁
黄晓慧 刘军国 钟自炜

■■文物有话说文物有话说R

■延伸阅读R

①①

图 ① ：贵

州 省 从 江 县 的 金

勾风雨桥。

吴卫平摄（人民视觉）

图②：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

下党乡鸾峰桥。

王东明摄（影像中国）

图③：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

村，师生走过风雨桥。 粟勇主摄（人民视觉）

图④：重新建成、修旧如旧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黎平县的地坪风雨桥。 杨代富摄（人民视觉）

图⑤：拍摄于 1984 年的地坪风雨桥。 刘 鸿摄（人民视觉）

图⑥：地坪风雨桥上绘有各式图案。 李必祥摄（影像中国）

图⑦：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月山村的如龙桥。 陈方翔摄（影像中国）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编木拱桥结构示意图

八字撑架拱桥结构示意图

伸臂木梁桥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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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桥代表着山地建筑的营造水准，“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

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廊桥不仅是跨越江河溪涧的交通设施，也是当地人交流的会

场、娱乐的剧场、交易的市场，是乡愁记忆、村落民俗的重要载体。

诗和远方的尽头有一座座美丽的

廊桥。

在乡土中国，廊桥沿着水系流域星

罗棋布，在山环水绕的村落与城镇之间，

既有长虹卧波的雄浑气势，也有点缀山

水的玲珑精巧。它是乡村聚落联系四方

的纽带，也是乡愁记忆、村落民俗的重要

载体，代表着山地建筑的营造水准。

在桥上设立廊屋、亭子，甚至建有

楼殿这类的建筑形式，广义上都可称为

廊桥。桥上设立廊屋，尤其是木桥上架

构“廊屋”，除了增添建筑形式美，至少

还有三重功能：其一，供路人遮风避雨

和歇脚休憩；其二，保护桥梁的木结构

桥身；其三，增加木构桥梁的自重，抵抗

洪水的冲击。在浙江泰顺县泗溪镇下

桥村，村民们至今保留着在洪水到来

前，往木拱廊桥上搬重物，用家具、石

头、沙袋等压住桥身，使其平安度汛的

护桥传统。

早在先秦时期，宫殿、苑囿中出现

的阁道（或称复道），就是运用廊桥建筑

技术营造的。廊桥营造繁荣于唐宋，并

在明清达到鼎盛，此时园林建造和造桥

技艺达到新的高峰，除了桥身稳固，人

们还在廊屋上尽情挥洒技艺，几乎将亭

台楼阁、殿宇牌坊等传统建筑统统搬到

桥上或桥头。廊内雕梁画栋、牌匾楹联

林立密布，中国古典建筑的美学范式和

创造精神在廊桥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营造技术的演化过程看，早期的

廊桥样式是最容易实现的简支木梁

桥，如今在各地的小河溪流，还能见到它

们横卧其上。而要应对更加宽阔的溪

河，在河谷中央建造一个或多个石墩的

双向伸臂木梁桥成为更适用的解决方

法。从明朝中晚期开始，随着闽浙地区

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货物外运和

生活交通的需求增强，在深涧宽谷需要

建造更多跨度更大的桥梁，传统的伸臂

木梁桥、石墩木廊桥已无法胜任，此时

便出现了八字撑架拱桥、编木拱桥。

八字撑架拱桥是通过一副或两副

的“八”字形撑架与平梁组成类似拱架

的结构体系；编木拱桥则能通过纵横拱

骨穿插别压，“编织”组合之后形成现代

结构学中类似“拱”的形式和功能，来增

大跨越河流、沟壑的能力，一道道飞虹

便架设在地势险要的青山绿水间，成为

美丽的人文风景线。

闽浙编木拱廊桥以一段段短木材

通过“编织”的方式，构成了相互别压

的“三节苗”和“五节苗”系统，最终达

到了几十米的跨度，精巧绝伦的技术闪

耀着中国古代营造智慧的光芒。2009
年，承载着悠久历史智慧的中国木拱桥

传统营造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国现存的各式各样的古廊桥有

1700 余

座 ，主 要 分

布在东南山区、

西南地区、西北地区

以 及 湖 南 、湖 北 一 带 。

各地廊桥不仅样式千差万

别，称谓也是五花八门，在黔

东 南、桂 北 以 及 湘 西 地 区 普 遍

将廊桥称为“风雨桥”“花桥”，是

言其功能或建筑形式；甘肃、青海一

带，对源于伸臂木梁桥技术发展而来

的 组 合 撑 架 式 木 拱 廊 桥 ，多 称 为“ 握

桥”，是言其桥梁下部结构似“握手”般

的形象特征；闽浙地区的称谓也有差

异，有反映出其下部结构与构造特征

的，如浙江泰顺县称为“蜈蚣桥”；有反

映其上部廊屋面貌的，如福建寿宁县的

“厝桥”等。其中，一些名桥已成为当地

的文化名片，如保存时间最长的编木拱

廊桥，是坐落于浙江省庆元县月山村水

尾 的 如 龙 桥 ，建 于 明 天 启 五 年（公 元

1625 年）；现存单孔跨度最大的单孔编

木拱廊桥是福建省寿宁县下党乡的鸾

峰桥，净跨超过 37 米……

廊桥不仅是跨越江河溪涧的交通

设施，也是当地人交流的会场、娱乐的

剧场、交易的市场，是乡村的大型公共

建筑，承载着百姓们太多的生活意趣和

精神需求。地处交通要道的廊桥，常常

被人们自发地用来摆摊设店做买卖，甚

至兼作集市使用，这种集市古称为“桥

市”。有些地方的廊桥给一些行脚却错

过了旅店的人留宿，体现出中国传统文

化中“善”与“美”的结合。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建

筑学系教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木质

科学委员会专家委员，本报记者黄晓慧

采访整理）

千
年
廊
桥
古
韵
长

千
年
廊
桥
古
韵
长

刘

杰

本版责编：孟 扬 唐中科 刘静文 版式设计：张芳曼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0.6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⑦⑦

⑥⑥


